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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产品走俏

中国是礼仪之邦。春节走
亲访友，自然不能空手登门，
今年的年货市场啥走俏？大数
据显示，养生产品成新宠。受
新冠疫情影响，人们越来越关
注健康。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
不断提升，今年春节，很多人
把营养品、保健品当作礼物的
首选，开出了新年送健康的年
货清单。而各种健康类产品组
成的新年货阵容也成了消费热
点。

日前，记者走访市区数个
商超以及礼品超市时发现，相
比传统的“服装、服饰、米
油”等送礼选择，现在越来越
多的商超和消费者开始将目光
瞄向附加值更高的品类，比如
健康、养生产品。

采访中，记者发现，水
果、干果、食品类的年货是最
受欢迎的年货之一，而另一部
分受欢迎的礼盒则是琳琅满目
的养生产品。一家超市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春节折扣力度
大，养生产品销售挺不错的，
比平时有所增加。”一对正在选
购健康产品的夫妇告诉记者，
他们每年都为给老人送礼发
愁，今年准备给老人送健康，
买两盒虫草送给父母。

京东健康销售数据显示，
2021年货节期间，有三成用户
购买了滋补、保健、家用医疗
器械等健康类产品。而2022年
年货节开启至今，购买该类产
品的用户则增长至近半数。事
实上，消费者“盯上”健康产
品和服务已不是新鲜事。据中
新网报道，《2021新时代大健
康消费洞察报告》显示，全国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逐年上升，
与2015年相比，2020年国人健
康意识上升了一倍。

除保健滋补品之外，消费
者还把健康消费延伸至健康家
电、美容养护等领域。我市一
商超负责人说：“消费者在饮食
方面越来越注重健康，比如微
蒸烤一体机、空气炸锅等控油
控脂的厨房电器，近两年特别
受欢迎。此外，维生素 C、胶
原蛋白肽、抗糖饮品等口服美
容产品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每日必备’……”

年轻人更青睐中医

记者注意到，春节消费市
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
关注养生产品，特别是中医养
生。“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
里泡枸杞”，随着全民健康意识
的逐渐觉醒，养生已不再是老
年人的专利，全民养生时代的
来临也给中医药发展带来新的
契机。

在都市白领人群中，中医
养生正成为新时尚。看中医、
吃药膳、开膏方成了很多人保
健养生的首选。艾灸、拔罐、
刮痧这些过去中老年人喜爱的
形式，现在也逐渐在年轻人中
流行开来。

“90 后”的小白很青睐中
医养生。他表示，现在的年轻
人喜欢中医，其实就是想将养
生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而不是

“我不太舒服，我要吃颗止疼

药”或是“我咳嗽，喝点儿止
咳糖浆”。很多年轻人已经认识
到，这些“临时抱佛脚”的治
疗手段治标不治本，而中医主
张“不治已病治未病”，需要平
时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才能
百病不生。小白说：“中医看的
是本，医的是人，而且花费又
少”，所以他越来越迷恋中医养
生。

“现在的上班族，每天都身
处电脑前，忙碌起来往往一坐
就是一整天。不仅脑力消耗巨
大，对身体也是个不小的考
验。”程序员王雪说，“平时工
作太忙了，没时间锻炼，颈
椎、腰椎特别不舒服，胀痛起
来让人受不了。在朋友的推荐
下，我在网上买了一套拔罐器
和按摩板，并照着说明书上的
做法进行操作，疼痛的确缓解
很多。”

“春捂秋冻”“冬吃萝卜夏
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85
后”的刘敏特别喜欢这些养生
俗语，跟着这些养生俗语养
生，还真是获益不少。以前的
她，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可
自从她每天早晨坚持喝上一杯
热乎乎的姜丝红糖水后，手脚
冰凉的毛病改善了很多，工作
的精神头也足了。通过这些养
生俗语，她悟出了一个道理：

“人应该按照自然、节气养生，
只有顺应自然，人体才能减少
无谓消耗。”

回归传统观念

市卫健委中医科科长苗欣
认为，近两年中医养生在年轻
人群体中越发盛行，这其中除
了新冠疫情困扰外，还有一些
其他原因。

首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社
会人们对电脑、手机等电子产
品的依赖增加，颈椎、腰椎、
视力等身体方面的异常越来越
呈现年轻化，人们开始关注自
身健康，注重中医养生，中医

“治未病”的思维和方法也正符
合这一健康需求，社会对中医
药养生的关注度日益提高。针
灸、推拿等中医非药物治疗手
段，在针对患者身体处于亚健
康状态时，发挥着整体功能综
合调节和协助人体自然康复的
作用。

此外，老百姓文化水平的
提升对中医药文化的推广也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医药文化
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符合
文化传统，贴近百姓生活。当
老百姓从“春捂秋冻”“冬吃萝
卜夏吃姜”等谚语中感受到这
里面蕴含的中医养生道理时，
就有了高度的认同感。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
博士刘建也提醒人们，中医养
生如果没有专业基础，不可随
意给自己开药方，有了病痛还
应找专业医生。而且“中医养
生热”不是说中医有多么神
奇，更不是说有了中医，就不
再需要西医，中西医结合才是
最佳的治疗途径。另外，中医
诊疗绝不是“一个药方走天
下”，也需要辨证施治。不是每
一个人都适用于同一种中医疗
法，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制
宜来进行治疗。

2022年2月17日 星期四
农历壬寅年正月十七 P5责任编辑 祁凌霄

电话 3155261 电邮 wuyetingchan@163.com文化看点
WENHUA KANDIAN

一

庚子中秋节过后，一个周日的下
午，极普通的日子。

可这一天，对 80岁高龄的老画
家尹默先生来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
意义。

他会见了一位刚从云南某古村落
“寻梅”归来的青年画家。他们之间
发生了什么？使得他这棵沧桑的老
树，又抽出新枝，绽开了新芽。

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定数。
那天，青年画家刘国胜为了一幅

墨梅图的古扇，来古玩城找收藏家刘
长春鉴定。

国胜是因梅而来，两人自然是从
梅的话题聊起。

聊中，国胜无意中谈起上半年的
一段写生经历，引起正在痴迷画画
的长春的极大兴趣。

年前，国胜受邀加入了中国艺术
研究院唐建教授的寻梅团，去云南某
古村落寻梅写生，因被突如其来的疫
情所阻，封在了古村出不来。整整 3
个月，寻梅、画梅，画了几百张梅，
都是从未见过的几百年树龄的古梅
树。这次写生经历，对他来说，无疑
具有化蛹成蝶的意义。

近年来，古玩市场不景气，长春
重操画笔，写字画画，乐在其中，又
蒙尹默先生点拨，于画，无不用心。
古人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送
上门的机会，岂能错过？就问国胜，
这些资料能不能给我学习学习？

国胜遂把实地拍摄的几十张古梅
图片和写生画稿发给他。

二

第一眼看到这些古梅时，长春被
惊到了。

自己学画，多从画集中来，生活
中目之所及，顶多是拳头粗细的梅
树，几百年树龄的古梅，听都没听说
过。不敢私藏，当即发给老师尹默先
生。没想到，年已八秩的尹先生同样
被惊到！第一时间打电话问：这是什
么地方的梅树？这些图片是怎么来
的？

尹先生爱梅、画梅几十年，阅梅
无数，也说从未见过如此古奥奇倔、
令人震撼的梅树！

七八百年的老树？岂不成了精！
得知是云南的某古村落时，当即

就决定要亲自去走一趟，实地考察。
长春说，可不行！听说海拔挺高，出
租车进不去，摩托车都没法开，只能
一步一步爬着上去……

“爬也要爬上去！”
尹先生来劲儿了。此时已经完全

忘了自己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
长春没想到，这组老梅树，把自

己老师折腾苦了，不光饭没吃好，午

觉也不睡了。
“你必须把国胜给我叫来，下午

见个面！”
口气里透着急迫，不容置疑。
长春不敢怠慢，赶紧给国胜联

系，人家上午正上着课，电话没接，
下午电话打过来问什么事。

“下午能来趟不？”
“什么事这么急？”
“尹默老师要立刻见你。”
听说是尹先生约见，国胜同样不

敢怠慢。
尹默先生，对他们这一代青年画

家来说，不只是艺术界前辈，更是学
习的楷模。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尹先生远
足祖国的西北、西南及青藏高原采
风、写生，更远涉海外办展、考察，
自号“老学堂”，将近60岁了，还去
北京画院、中国画研究院进修，拜
师。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激励了不
少人。

特别是先生始终保持对生活、对
大自然的新鲜感，永远燃烧着大海一
样的激情。是让人从心底里佩服的。

国胜准时到了长春画室，尹先生
已经早早候着了。

他不仅到得早，还特地带来一幅
刚完成的水墨古梅图，让长春贴在墙
上。他觉得这几笔老辣纷披的笔墨，
多少得了些这古梅的气韵。

三

国胜一进门，就被墙上这幅苍劲
古雅的古梅图迎头一震：心说这幅苍
莽古梅画得好啊！落款“老学堂”，
知是尹先生笔墨，却不知是受到深刻
触动和情感驱动之下的“试笔”新
作。

见面顾不得说别的，坐下，尹先
生就迫不及待地问这问那，弄得国胜
有些局促，一时找不到感觉，

好在是熟人，谈的是艺术。
自己从艺术研究院教授唐建老师

的“梅友公社”讲起。
原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唐建教

授，自幼喜爱梅花，他走遍了大江南
北，寻梅画梅。十几年来，他的足迹
遍及云南的梅乡，先后在昆明、安
宁、晋宁、永平、剑川、洱源、丽
江、大理等地寻访古梅。

近5年，唐建在博南山中寻访到
了 6棵 500年以上、皆为前人没有发
现和记录的古梅。

发现之初，由于地理环境条件的
原因，老梅残败不堪，随时都有被风
雨折断的危险，急需抢救性保护。老
师心急如焚，多方奔走呼吁，他的真
诚感动了梅里的乡亲和县领导，提出
了具体的保护实施方案，并多方筹集
专款，启动了古梅保护工程。

如今，这 6 棵古梅均已挂牌保
护，与花桥的元梅相映生辉，形成了
国内少有的古梅群。

“500 年以上？”尹先生惊愕地
问。

“不止五百，还有七百、八百年
的宋梅、元梅，上千年的唐梅呢。”

说着，国胜打开手机，找到一个
《梅友公社》的链接，是《人民日报·
海外版》公众号的一篇报道。

今年初春，唐建与梅友公社的社
友，在博南山中又寻到了一棵千年的
唐梅，并附有高清的实地图片。古树
盘根错节，奇倔纵逸，令人震撼！

看到这里，尹先生激情被再次点
燃，跟长春吼道：“你看看人家！我
为什么就不能去？！”

回过头又问国胜：“国胜，你说
我能去不？”国胜吓着了：“您老人家
真不能去！我去都有高原反应，九死
一生。”

国胜又介绍了一些那里特殊的地
理环境，如果不是一位当地副县长的
安排，他们根本没法成行。

激动的老人这才稍稍平缓下来，
去的念头打消了，但追问更急切了：

“这些图片到底怎么回事？光听长春
说不行，你得给我从头说说。”

国胜这才把自己这次寻梅的来龙
去脉，从头到尾详细说了一遍。

四

原来，年前他们十几位学生跟随
唐老师去写生，阴历二十七八，学生
们陆续回去了，只剩他和唐老师等三
人。意犹未尽，想再看看，谁知，疫
情来了，出不去了，这一封村，就是
3个多月！

就是这次寻到了这几棵元代古
梅！

“我被震撼到了，带去的 200块
卡板很快就画完了，又想办法弄进去
一批，出村时，收获了一板车的卡板
画梅！”

“多亏了那位副县长，自家的
房，随便住，吃饭也是他亲自安排，
过了几个月与世隔绝的日子，否则可
真麻烦大了。”

唐老师对他说：“国胜，你是幸
运中的幸运啊，我们找了十几年的梅
树，你这一次都看到啦！”

国胜说的过程，一直亢奋着。是
啊，他第一次寻梅，如果不是疫情被
封，浮皮潦草看几棵树就走了，哪会
有这么大的收获？

尹先生还不停地问这问那，像个
如饥似渴求知的学生，不放过任何一
个细节。

还有一个小插曲，这里人迹罕
至，天高地阔，那里的村民大概早已
习以为常，看到他们对古梅的赞叹，
不以为然说：“六七百年的算什么，
我们村有 1000年前的核桃树，想看
不？”

开始他们不想去，核桃树有嘛好
看的。可到了一看，树高如一棵棵高
耸的烟囱，树冠横跨几十米开外，80
棵大树，铺排成树的海洋，恍如到了
一个苍莽鸿蒙的世界。

这里何以有如此高龄的古梅，似
乎有了答案。

还有一件件寻梅、护梅过程中发
生的故事感人至深……

尹先生始终默默聆听，从始至
终，没插一句话，可心中却不知有怎
样的波涛？

“把你老师的写生稿给我看看。”
国胜翻出手机上唐教授的写生画

稿，尹先生一幅幅认真看着，忍不住
赞叹：“画得好啊！”

并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差
距”。

国胜也深有感触地说：“我是教
工笔也是画工笔的，可在这面前，感
到只画工笔，格局太小了，今后，我
也要研究写意画了！”

尹先生这时才说了一句：“这就
对了，中国画工笔也要有大写意的精
神。”

一老一少，两代画家，沉浸在寻
梅、访梅的乐途中，大有相见恨晚之
感。

五

长春一边静静地听，一边也在思
考，老师这把年纪了，还这样执着艺
术，跟老师比起来，自己差远了，从
他二位身上自己似乎也找到了力量。

突然尹先生冒出一句：“国胜，
以后我画的梅花，你就给我当指
导。”国胜吓了一跳：“这个可不敢，
您是前辈，您的梅花已经画得很好了
……”

“不，你看见了真梅，我没看见
啊！”

这是他的遗憾，也是他的理念，
他画画重视写生，他固执地认为，自
己没看到的实物，是画不出来的。

说了一下午，当国胜准备告辞
时，尹先生拉住他的手：“国胜，你
别走，我请你。”这就出门回家去拿
酒。

长春明白，先生这是意犹未尽，
想继续“寻梅”。

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自己也没
听够啊。

于是赶忙说，你二位谁也别动，
一切由我来安排。

尹先生有糖尿病，匆匆回家打了
肚皮针，就往回返，老伴儿拉住衣服
不让去，外面风大又冷，吃嘛饭啊！
他急了，一甩袖子，有长春跟着有什
么不放心的！

吃着饭，几个人聊得尽兴，临
了，尹先生站起身大声说了一句：以
后看我画的梅花！

在场的人都相信，今后，他笔下
的梅花，肯定又是另一番境界！

昨天，下了一夜的雪，他人未
归，人们说，他一生爱梅、寻梅、画
梅，该不是踏雪寻梅去了？

这次走得太远太远，去到另一个
世界与他热爱的梅花相伴去了。

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医文化日趋中医文化日趋

深入人心深入人心。。春节消费市场春节消费市场，，中医类养生产中医类养生产

品热销走俏品热销走俏，，节假日节假日，，中医养生方法也在中医养生方法也在

年轻群体中流行开来年轻群体中流行开来。。人们的健康文化观人们的健康文化观

念正在悄然转换念正在悄然转换。。

尹默（1941年4月5日-2022
年月 2 月 12 日），原名尹德年，
斋号“老学堂”，自称“老学
翁”。出生于沧县尹家桥村，对
中国画艺术苦心求索 50 载。生
前系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
协会员、中国写意画研究会主
席、河北省美协理事、河北省
花鸟画研究会副主席、沧州画
院名誉院长、沧州中国画写意
艺术研究会艺术总顾问。


